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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按照国家和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部署要求，以生态优先、

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为核心理念，松南乡组织编制

了《松南乡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

《规划》是实现2035年发展目标的空间发展蓝图和战略部署，为

松南乡落实新发展理念、实施高效能社会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

品质生活提供空间保障，是全域开展空间资源保护、开发、利用、修

复和实施国土空间管理的行动纲领，是编制村庄规划、详细规划、相

关专项规划和开展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

基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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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画松南2035

松南乡位于方正县城北部，东与得莫利镇接壤，南与方正镇为邻，

西与天门乡以蚂蚁河为界，北与通河县隔松花江相望，是方正县北部农

业产品生产基地，面向2035年的未来，我们理想中的松南乡究竟应是

怎样的模样？让我们在这里，遇见未来，遇见2035的松南乡。热忱期

待您的参与，欢迎您建言献策，共绘新时代松南乡国土空间开发保护蓝

图！

编制目的



行政区划

松南乡行政区划面积12483.91公顷，7个行政村，23个自然屯。

乡政府驻地红星村，地理坐标为北纬45°52′，东经128°47′。行政村分

别为红星村、向阳村、红旗村、白四村、丰产村、黎明村、东升村。

松南乡概况

自然条件

气候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无霜期125天左右。

自然资源

松南乡有煤、建筑用砂等矿产资源，野鸡等野生动物，龙胆草等

药用植物，木耳、榆黄蘑等食用菌，椴、杨、柞等林木资源。松南乡

全境地处蚂蚁河汇入松花江的沿江流域的三角地带，地势平坦，土壤

肥沃，水草资源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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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壹 



1.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

二十大及其历次全会精神 ，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黑龙江重要讲话重要

指示精神 ， 立足新发展阶段 ， 完整、 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 服务

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统筹发展与安全 ， 紧紧抓住进一步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

振兴的历史新机遇 ， 全面构建自然保护与城乡开发有机融合的国土空间格局 ， 

为松南乡的振兴发展提供空间保障。



1.2 规划范围与期限

2021年-2035年

近期至2025年，远期至2035年，远景展望至2050年

规划范围

本规划包括全域、政府驻地两个层次。

全域：12483.51公顷；

政府驻地：32.02公顷。

规划期限



战略目标

贰 



2.1 总体定位

方正县北部重要的农业产品生产基地

生态宜居小城镇

松南乡是方正县北部以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城郊综合型小城镇。建设成为生
态农业、稻米加工、餐饮服务、行政服务为一体的初步具备城市功能的综合型
滨水生态小城镇。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城镇经济体系更具活力,城乡差别进一步缩小,利用滨水等自然资源,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扩大劳动就业,提高农民收入。
人民生活更加富足,居民思想道德素质明显提高,全面打造城郊型小城镇建设。

三条空间管制控制线全面落地；各级生态功能区保护和修复体系建立；农业产业格局
得到优化 ，耕地保护指标得到落实；产业融合度显著提升 ，充满活力的城乡发展格局基
本奠定；国土空间的保护、利用、治理和修复水平明显提高。

2035年

全面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科学有序 ，城乡
深度融合 ，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城镇发展更具魅力和风范 ，人民
生活富裕幸福 ，松南乡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综合型滨水生态小城镇。

2050年

2025年

2.2 发展目标



               构建全域
统筹的总体格局

叁



3.1 构筑国土空间总体格局

打造“一心、两轴、多点”的总体空间格局

n 一心：
松南乡集镇，是全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方正县北部重要的发展支点，以现代服
务业、农产品加工、商贸物流业为主。

n 两轴：
伊牡公路和同安路发展轴。

n 多点：
多个各具特色的行政村。



3.2 国土空间规划分区

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或
生态敏感脆弱、必须强制
性严格保护的陆地区域，
即生态保护红线范围。主
要分布在张广才岭、蚂蚁
河三角洲省级自然保护区。

包括位于生态保护红线外
的关键生态区、国家公益
林和极重要极敏感区域。
针对不同生态要系和生态
空间，分级分类制定建设
活动管控要求。

将全域范围内的永久基本
农田集中连片区全部划入
其中，落实最严格的耕地
保护制度，鼓励开展高标
准农田建设和土地整治。

城镇开发边界围合的范围
包括居住生活、综合服务、
商业商务、工业发展、物
流仓储、绿地休闲、交通
枢纽、战略预留等主导功
能区。主要为中心城区及
镇区。

包含永久基本农田集中区
以外的零碎基本农田、一
般耕地、部分林地、村庄
用地以及休闲旅游配套新
经济用地等。允许为改善
农村人居环境而进行的村
庄建设与整治严禁集中连
片的城镇开发建设。

重要矿产开采规划区块、
重要采矿区及储矿区

生态保护区 生态控制区 农田保护区

城镇发展区 乡村发展区 矿产能源发展区



3.3 国土空间控制线

统筹划定三条控制线，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合理控制城市规模，提升国土空间开
发保护质量和效率，在边界内实行“详
细规划+规划许可”的管制方式，边界外
按照主导用途分区，实行“详细规划+规
划许可”和“指标约束+分区准入”的管
制方式。

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
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按照
生态功能划定生态保护红线，按照自然
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一般控制区和其他红
线区域分级落实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要求。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后不得擅自占用或改
变其用途重大建设项目选址确实难以避
让永久基本农田的，必须充分论证其必
要性和合理性，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责任。

优先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严格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合理划定城镇开发边界



                   优化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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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营造记得住乡愁的农业空间

加强黑土地保护

构建黑土地保护提质增肥区 ，应用    深翻深
松、 免耕或少耕、 秸秆还田、 化肥与有机肥
配施、 科学轮作、 养    分调控、 测土施肥等
综合配套技术 ， 有效遏制耕地质量退化 ，不
断提高     土壤肥力水平。

加强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

永久基本农田一经划定 ， 实行特殊保 护 ，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 者改变用途。 
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和新 建高标准农田增加的
优质耕地优先补 划为永久基本农田。

压实耕地保护责任

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 ，足额 带位置
下达耕地保护任务 ，层层签 订耕地保护目
标责任书 ， 实行刚性 指标考核。 全面推
行田长制 ，加强 耕地用途管制。

巩固提升耕地质量
综合运用工程、 农艺、 生物等措施 ， 逐步改
善耕地内在质量、 设施条件     和生态环境。

加强耕地占补平衡进出平衡管理

严格控制耕地转为其他农用地。 实施 耕地质
量保护与提升行动。



4.2构建充满魅力的生态空间

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总体思路，实施最严格的水资

源管理制度，严格用水总量、用水效率、水功能限制纳污三条红线，落实水资源消耗

总量与强度双控，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

加强河湖岸线保护，规范各级涉河湖建设项目审批、河道采砂许可和实施监管，

确保河湖水域岸线有效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持续改善河湖面貌。

加强水环境污染治理，贯彻“源头消减”和“过程拦截”方式，建立“点源控制+

面源消减”的污染治理体系，综合改善水环境质量

统筹水资源保护与利用

强化林地利用管理，严格实施林地用途管制，规划期内稳步推进提升林地面积，落

实造林绿化空间工作。

落实湿地保护修复制度，落实湿地管护责任，推进退化湿地修复，实施湿地水土保

持、植树造林、退耕还湿、水生生物修复等工程措施，改良湿地生态系统。

加强林、湿地生态系统保护

促进碳减排，优化能源结构，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要求，积极实施节能减

排重点工程；加快产业绿色转型，加强科技研发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集群

循环化水平，实现城镇低碳发展、产业转型升级。

增加生态系统碳汇，汇总区域内森林、湿地等自然资源，落实松南乡碳库建设工

作，进一步实施国土绿化，增加植树造林工程量，推进森林碳汇资源开发。

推进绿色低碳生产生活，建设绿色低碳社区，加强完整社区建设，融入海绵城市

建设理念，大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实现资源化充分利用，开展绿色建筑创新建设；

打造绿色低碳乡村，推进绿色低碳农房建设，加强生活垃圾污水治理；鼓励新建社区、

有条件村庄建设新型综合能源中心，持续加大清洁能源比例。

支撑“双碳”目标实现



4.3构造集约高效的城乡空间

打造集约高效的城镇体系

构建镇政府驻地—中心村—基层村的三级网络化居民点体系

红星村

向阳村、红旗村

白四村、丰产村、黎明村、东
升村

中心服务，领衔发展

具备较为齐全的公共
设施的农村社区

居民点基本单位，满
足基本生活生产需求

镇政府驻地

中心村

基层村



构建城乡均衡的支撑体系

伍



5.1 区域综合交通

构建便捷互通的交通体系

提升对外交通道路等级，强化全域交通联系，有效带动全域经济发展。

拓宽改造现有的同安路和伊牡公路，保证同安路的交通主动脉作用，完

善县乡级公路网络体系与基础设施建设。



5.2 公共服务设施

健全完善全域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建立覆盖全域的“乡镇政府驻地—行政村”两个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明确不同层次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社会福利设施和其他设施六
类公共服务设施配置标准。

构建全域公共服务设施

根据镇村体系划定乡镇层级 - 中心村层级-一般村层级三级生活圈服务配
置模式，强化乡域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统筹。

优化乡镇生活圈配套模式

构建“乡镇层级- 村组层级”两级基本公共服务设施体系。强化设施覆盖
范围和服务水平的兼顾提升，保障乡镇基本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延伸。

完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乡镇 乡镇



5.3 市政基础设施

采取“渗、蓄、滞、净、用、排”等措施，实现“小雨不积水、
大雨不内涝”，建成区实现雨污分流。

到2035年，松南乡供电可靠率达到99.99%

到2035年，松南乡燃气管网覆盖率达到100%，有序向村庄延伸，
清洁能源供热比重达到20%以上。

到2035年，松南乡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无害化处理率达到
100%，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30%以上 。

到2035年，松南乡供水安全系数达到1.2，集中供水率达到
100%，加大再生水的循环利用。

到2035年，松南乡集中污水处理率达到100%。

生态存续的海绵城市完善雨水排除体系

网架坚强、结构合理灵活可靠的智能电网

多源多向的燃气供应体系集散结合的现代供热体系

绿色低碳、多元供应的热力供应系统

节水优先、城乡一体安全保障的供水系统

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污水处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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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推动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

农用地整理

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为平台，以新民居建设为突破口，以实施新民居建设为重点，规
范有序推进农村建设用地整治，通过中心村建设、空心村治理、农村居民点缩并、集体建
设用地流转、废弃建设用地复垦等多种措施规范实施农村建设用地整治。

建设用地整理

乡村生态修复

规划中心村周围的农村居民点尽量向中心村集中，城镇建设区和城镇近郊区鼓励农村居民
点适度拆并腾退，向城镇集中，实行社区化管理，严格控制翻建和改扩建。农业生产区域，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充分尊重民意的原则，积极引导自然村撤并，空心村治理，鼓
励村内空闲地、闲置宅基地合理流转。

强化生态空间的总体保护、系统保护，从整体性和可持续性角度治理修复废弃矿山、受损
河道和岸线，提高生物多样性和环境承载能力，坚持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保护好推
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生态根脉。



             保障机制

柒



7.1 完善规划实施管控体系
建立“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

健全规划传导管控体系

完善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建立规划评估监测机制

在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统领下，按照“全域统一、上下衔接、分级管理”的原则，建立
“两级三类”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两级”为“县级—镇级”，“三类”为总体规划、详
细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

以哈尔滨市指标体系为上位传导，以方正县指标体系为管控基础，明确目标规模、刚性管
控、空间布局及系统指引等内容。镇级总体规划有效传导和落实全区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
下达的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明确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总体目标、格局，优化全区
范围内重要生态、农业、城镇开发保护空间结构和布局。

加入市级国土空间信息平台、整合自然资源、经济社会、空间规划、基础设施等相关现状
及规划数据，形成国土空间规划大数据体系。依据年度国土利用变更调查、补充调查等数
据动态更新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支撑全市统一、市县联动的市级空间规划综合应用
平台建设，实现各部门之间数据的共建共享共用。

加强公众参与，建立健全“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实施监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的
规划评估机制，建立公开、透明、制度化的动态调整完善机制，合理修正国土空间规划指
标体系的分阶段安排。



公示时间：2024年1月8日起至2月7日，共30天。

公示期内，欢迎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对《规划》草案提出您宝贵的意
见和建议，可通过邮寄、电话或发送电子邮件的方式提交。

电子邮箱：fzkjgh@163.com

邮寄地址：哈尔滨市方正县莲花街308号方正县自然资源局

邮政编码：150800

联系电话：0451-57112069（工作日9:00-17:00）

注：本次为成果草案版，公示后仍有多轮技术审核，所有数据、图片
和内容以最终批复为准。部分素材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告知，予
以删除。

意见建议反馈方式


